
2024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余麟

视觉 陆晓霞 徐剑 校审 罗文宇 黄颖 0606两 会 热 点

谁最受益
代表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

今年全国两会，至少三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盐津铺子董
事长张学武则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升至8000元，两条建议火速登上
热搜榜。

“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谁最受益呢？

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既是关乎交通强国建设的国家
大事，也是关乎亿万群众出行的民生实事。随着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不断攀升。高速公路的建设速
度始终难以跟上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导致高速公路
拥堵现象日益严重，特别是节假日的高速公路拥堵问题
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心头病”。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主任杨新民带来了《加强应急车道高效利用缓解高速
公路拥堵难题》的提案。杨新民经过调研发现，近年来，
多地开始探索借用应急车道缓堵保畅措施，基本都能实
现通行效率提升10%以上，效果显著。杨新民认为，应急
车道高效利用还存在方案设计水平不一、法规未同步更
新、应用范围有限三方面问题。杨新民发现，应急车道措
施由地方部门制定，存在开发智慧调控系统和简易指示
牌两种方式，效果参差不齐。多地重复建设智慧系统，导
致资源浪费。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规未明确应急
车道借用合法性，导致驾驶人员不敢使用，阻碍使用范围

拓展。他发现，有些成功经验未全国推广，实施多为特殊
时段、路段，需探索全过程精细化智慧化管理以提升高速
公路安全畅通。

为此，杨新民建议可由交通运输部设立“高速公路应
急车道智慧管理系统方案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科技专
项，遴选高水平科研团队，采取“智慧扩容”理念，利用多
种设备和新兴数字技术研发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智慧管理
系统，以供各地参考。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
办法》，明确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驶的规定和处
罚标准，通过各种平台加大宣传力度，让驾驶人员掌握新
规定。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 秦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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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代表建议提高起征点

距离上次个税起征点提高，已经过去六年。“教育补
贴、养老补贴等程序走完，（起征点）实际上差不多也达到
了1万块钱，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到位呢？”董明珠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自2003年起，董明珠已经连续5届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在她历年提交的两会建议中，关于个税起征点的建议
被多次提及。她认为，“较低的个税起征点使企业涨薪时
普通员工获利的部分远少于企业支出的成本，降低员工
获得感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今年多位代表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另一层原
因——促进消费。“增加普通收入人群的实际收益，提振
消费信心。”张学武表示。

“现在是时候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5000元提高到1
万元了。”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稻葵
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公开支持代表建议。李稻葵分析，
起征点提高后，直接带来一大群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
提高，消费增加会带来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中央政
府通过流转增加的财政税收也会提高。

个税起征点经历多次调整

过去几年，国内平均工资水平不断增长。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22年城镇私营单位月均工资5436.42元，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已经达到9502.42元。

个税起征点的历次调整紧跟人均工资变化。自1980
年国内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后，
又经历了四次调整：2005年，起征点由每月800元提高到
每月1600元，当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
1530.33元；2007年，起征点提高到每月2000元，略低于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2077.67元；2011年，起征点
提高到每月3500元，时隔七年，又提高到每月5000元，
当时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已经涨到
6871.75元。

个税起征点的正式说法是“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如果长期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将会增加中低收
入者的税负，影响这部分人的实际到手收入，进而减弱消
费能力。事关纳税人的钱袋子，个税起征点一直是两会
提案、建议的热门。

上一次人均减税1842元

2018年个税法修改首次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在五
险一金之外，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
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项目。“这项涉及千
家万户利益的重大改革成效明显，惠及了数亿中低收入
人群，对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成功实践。”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总结。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实施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加上2018年10月1日提高个
税起征点和优化税率结构等因素，合计减税4604亿元，

使2.5亿纳税人直接受益，人均减税约1842元。2019年
度个人所得税收入大幅下降，全年同比降幅达25.1%。朱
建弟观察到，新税制实施近五年来，广大居民的纳税意识
不断增强，税收征管能力不断提升，管理效能与日俱增。

“基本减除费用的调整间隔时间不固定，调整金额和
幅度每次均不同。”朱建弟建议，目前5000元的减除费用
标准已实施第五年，可考虑在下一阶段提高至8000~
10000元。

当前个税落实和征管仍存问题

今年是朱建弟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年，作为财税
专家，他长期关注税制改革，今年带来了进一步深化个人
所得税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的建议。

前期调研过程中，朱建弟发现当前个人所得税税制
落实和征管仍存在“突出问题和尖锐矛盾”，集中体现在
同性质收入不同所得项目造成税收负担差异、扣除项目
标准尚未充分考虑地区间生活支出差异、税收征管仍有
盲区和痛点等三个方面。例如，同样的收入性质，由于取
得收入的载体和法律主体不同，其名义税率相差10%。
尽管劳务报酬在计算时可减除20%的费用，但其预扣预
缴税率最高可达40%，为纳税人带来资金负担。同时，同
类收入因法律主体的转变而产生税收差异，导致近年来
一些影视工作室、文娱领域明星个人，利用此类政策差异
拆分收入，转换收入性质，以此寻求税负大幅降低，扰乱
正常税收秩序，给国家税收管理和税负公平带来了负面
影响。

朱建弟还发现，扣除项目标准尚未充分考虑地区间
生活支出差异。目前的七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仅有住
房租金支出考虑了不同城市的租金水平，允许纳税人根
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分别享受800元、1100元和1500元
的分档扣除金额。事实上，各地区除了租房支出外，购房
贷款利息支出、子女养育支出等生活性支出都存在明显

差异。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上海、广东、浙

江分列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前三甲，北京、上海两地人均
居住消费支出超过1.7万元，为广东人均居住支出的2倍
以上。“由此可见，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中仍有很大空间可
支持帮助人民群众减少地区间的生活支出差异，进一步
平衡收入分配机制，减少超一线、一线城市生活人群的支
付负担。”朱建弟表示。

结合综合因素进行动态调整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公开发行，文中
指出，下一步应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扩大综合
所得征税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考虑已经为下一步改
革方向指明了路径，但具体到如何深化改革，我认为应充
分开展调研，结合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实行中的突
出问题、尖锐矛盾、征管难点入手，优化税制政策，提升征
管水平。”朱建弟表示。

针对调研时发现的问题，朱建弟建议在深化个税税
制改革方面，所得项目由“小综合”有序迈向“大综合”，扣
除项目标准由“一刀切”逐步迈向“自定义”，税收监管优
化由“单点制”全力迈向“统筹制”。在优化收入分配机制
方面，可考虑动态调整基本减除费用，并逐步规范双高人
群税收管理。

“个人所得税承担着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责任，
在当前消费力不足，内部需求疲弱的环境下，提高基本减
除费用，进一步释放税收红利，减少中等收入人群的实际
税负，有利于释放经济消费需求，增强民众信心和良好预
期。”朱建弟建议，结合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指数、地区性
差异等综合因素，对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进行动态调整提
高。

据中国新闻周刊


